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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帮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秘密结社，进入近现
代，又成为黑社会组织。 ”．

’

，’

江苏帮会从明代产生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后长达400
多年历史。江苏帮会与江苏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相关。从

反抗英国侵略军入侵，到反洋教事件；从太平天国、捻军起
义到辛亥革命光复江苏各地；从讨袁独立到蒋介石利用帮
会力量发动反革命事变，从而建立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
期间，帮会更是十分活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最终彻底解决帮会问题。研究江苏历史，特别是研究江苏
近现代史，少不了研究江苏的帮会历史，它可以帮助我们更

深入地理解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性。在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却不太注意帮会这一特殊组织的作用。

葵际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着帮会的背景。

帮会既有长期坚持民族反抗斗争精神、反抗封建压迫

的一面，又有封建保守、反动落后的一面，而在前后各历史

时期中的作用又是不尽相同的，其两面性也不是平均的。

由于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封建迷信的陋习，又始终缺

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再加上成份复杂不纯，其基本成员是流

氓、游民无产者，受这些影响，其总的倾向是属于封建落后

的组织。

近代以来，对帮会的研究延续不断。孙中山先生曾提
出过“拟宜另编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改革

开放以来，帮会史研究又有新的拓展和成果。八九十年代，

在各地编纂地方志之时，笔者曾发表过一篇《编纂地方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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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缺

苏帮

江苏

的收

卜《江

月



凡 例

一、本志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载帮会历史。

二、本志上限自明代产生帮会之时起，下限一般至新中

国成立初期帮会瓦解为止。个别作适当下延。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江苏现有的行政区域为限。

四、本志设6卷。卷下设章、目。前有总述，后有大事

记、附录。地区卷尽量记载到县，尚有缺漏。中国共产党开

展帮会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和工作，特设专卷记之。

五、本志人物卷分设传、表，包括参加过帮会的各界、各

党派人物，以江苏籍为主，生不立传。人物传按生年排列，

生年不详者，按卒年排列。在其他卷已有详细记载的人物，

不再列入传中。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前用朝代年号，各章目首次出

现夹注公元纪年。民国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注释，采用文中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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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1·

江苏帮会产生较早，是青帮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近代江

苏，帮会人多势广，尤其是青、红帮，十分活跃，在全国属于较为突出

的地方。 ‘

从明代到辛亥革命，是江苏帮会渐起发展时期。青帮始于明代

中叶由罗清创立的罗教，又称无为教。罗清在世时，罗教已在江苏活

动，无锡等地还十分昌盛。江苏历史上即是封建皇朝的赋税重地，又

有长江和京杭运河江苏段，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因而成为漕运要地。

清代初至中后期，罗教在漕运水手中逐渐由粮帮、盐帮(盐枭)、船帮

演变成青帮，原有的宗教色彩已淡化，而成为一种为谋取经济利益、

进行经济斗争的秘密结社组织。青帮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势力，

江苏北从两淮(淮阴、淮安)，南至苏州，都是其活动中心。红帮始于

清初天地会，具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其内部名称较多。自清代中叶起

至近代，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一直存在，外强的入侵又使原有的小农

经济结构瓦解，造成大批的失业游民沦落江湖，成为产生帮会的最根

本的社会原因。从青、红帮产生之时起至清末，水路和水陆码头始终

是帮会主要的活动场所。 ．

’ ‘，o
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上海的开埠使江苏

成为其重要的经济腹地。上海的崛起，使帮会势力逐渐南移和东移

至上海、江浙一带，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帮会势力的中心。而上海很大

一部分帮会分子都来自于江苏，江苏本身的帮会势力也得到很大发

展。由于江苏地近上海，江苏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帮会方面与上

海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鸦片战争以后，青、红两帮成为江苏帮会中

两个最大的秘密结社，并各自有着一套封建的、繁琐的、十分残忍的

帮规j-： ，一
‘

1，i

。

当英国侵略军从长江经扬州、镇江、仪征等地时，遭到盐枭的英

勇抗击，而清政府则借英军之手打击盐枭。咸丰时，青帮在苏南已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江苏帮会志

活跃。太平天国运动对江苏帮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太平军在

发展过程中，湖南、湖北等地大批天地会和其他秘密结社成员加入太

平军，并随之东征至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既有响应太平军的

无锡无为教、苏州得胜会起事，又有反对太平军的青头枪匪。而与之

作战的清军湘、淮军内也有大量的哥老会成员。上海小刀会起义影

响到太仓等地，并与太平天国相联系。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湘、淮军的

裁撤，使军队中大量的帮会分子流落在江苏境内，对当时乃至以后的

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要的影响。他们有的继续坚持民族反抗斗

争，有的在这里贩私盐、赌博、抢劫，形成被称为枭帮和巢湖帮的犯罪

团伙。在外强入侵的形势下，光绪年间，由红帮发起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发动大规模反洋教运动，并影响到扬州、镇江、丹阳、武进、无锡、江

阴等地，李洪为达个人目的，利用帮会图谋起事。唐才常组织自立

军，发动勤王起事，镇江等地的哥老会响应之。由于著名帮会头目徐

宝山的被招抚，使镇江响应起事遭失败。徐还帮助清政府围剿沿长

江活动的曾国璋等其他各股洪门会党。由于镇江、扬州是长江、运河

的重要水陆码头，青、红两帮都在这里发展，并常常合流，清末许多重

大的历史事件都与这两地的帮会有关，这里也成为清末民国全国青

帮大字辈出得最多的地方。后来上海青帮“三大享”的产生与此有一

定的关系。由于帮会所固有的封建性，因而常为保守势力所利用，清

末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就是一例。当义和团在北方起事之时，淮北

的小刀会曾有响应。清末，青帮粮帮的一百二十八帮半，逐渐演变为

六大青帮，即兴武四、江淮泗、兴五六、嘉海卫、嘉白、杭三，前三者出

在江苏，后三者中也有许多江苏籍支派。

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团结、联络各地会党力量，甚至包

括枭帮和巢湖帮的力量，开展艰苦卓绝的推翻清皇朝的斗争。许多

革命党人本身即是帮会分子。帮会自发的斗争常旋起旋灭，而一旦

随资产阶级参与各地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史上便留下生动的一

页。与此同时，江苏一些地方农民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和反抗地主压

迫的斗争，他们有的直接由帮会中人领导，如赣榆仲兆琚等人领导的

起义；有的则以帮会形式团结号召，如澄锡虞交界地区的千人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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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这些起义斗争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所镇压。

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是江苏帮会急剧发展时期。人口的迅

速增长，战争频仍，天灾人祸，加上封建剥削、压迫，从而产生大批游

民无产者，并大量涌入帮会。游民无产者的涌入，增强了帮会的力

量，加强了各地区帮会的联系，鼓动起革命的风潮，但其散漫习性和

流寇主义作风使帮会对社会、对革命的盲目破坏性愈益厉害，也使帮

会愈益复杂。 ．

辛亥革命后，江苏会党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异常激烈，从南京保卫

战到苏北的刀会等起义，持续不断。韩恢等一批会党人士，为反袁斗

争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直至献出生命。九龙会在袁世凯势力操纵下，

从苏州兵变到南京保卫战，反对革命党；而它一旦被革命党人所掌

握，又在苏北掀起反袁斗争浪潮。在苏北的反袁斗争中，会党还联络

绿林一起参与。而流窜到江苏各地的帮会枭匪，到处抢劫，成为地方

政权所打击的对象。
’

’由于反清斗争的需要，同盟会与帮会力量相结合这一历史因素

的存在，又由于蒋介石本人早期加入过帮会的原因，国民党与帮会有

着渊源关系。1927年，当北伐军取得革命胜利之时，蒋介石有预谋、

有计划地策动各地国民党右派进行反革命事变，并利用帮会势力参

与。南京、无锡、常州等地的反革命事件都与上海、芜湖的反革命事

件有着相似的特点，即国民党右派与帮会势力相结合。蒋介石正是

利用了这一结合而实施“清党”，从而既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使

江苏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又扶植了帮会势力，促使帮会势力

渗透到政界，并在社会上恶性发展。至此，帮会的上层基本为国民党

反动派所控制，帮会已由反对清政府的力量逐渐转变为国民党政府

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其活动场所向陆上和城市

转移。参加帮会的成员逐渐由下层向中上层扩展，涉及到社会各行

业、各界、各个方面。新沂县流传的不入帮会“五不长”(见卷三新沂

县帮会)很典型的说明当时帮会势力的蔓延和扩张帮会还通过建立

社团，以取得合法地位后公开活动。加入帮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当帮会渗透到国民党政界之时，帮会与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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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无遣，帮会已呈官场化、政客化。帮会还渗透到国民党警察机

构，警察头子与骨干大都是帮会分子，并且成为有势力的人物。警察

中的帮会分子利用他们熟识三教九流，接触社会面广的有利之处，疯

狂镇压革命党人、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对革命运动造成极大的危

害。帮会与警察在旧中国属连体怪胎。江苏帮会与警察勾结在一

起，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毒瘤，社会黑幕

也由此产生，帮会的黑社会组织性质亦愈益严重。民国时期，出现不

少以帮会为背景的贩毒集团。旧社会江苏烟、赌、娼的蔓延与危害，

大都与帮会和警察参与有关。在此期间，一些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无

锡、常州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有志于实业救国的实业家开始进行

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与代表帮会势力的封建把头发生尖锐的矛盾，实

质为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同封建主义旧势力的斗争，是清末

以来改革与保守斗争的继续。

20世纪20年代起，苏北刀会形成强大势力，涟水、宿迁等地多

次举行过暴动。当他们反封建、反剥削时，表现出农民自身阶级利益

的要求。但刀会的封建性又使这一组织常为地主豪绅所掌握、利用，

有的反对国民党，如宿迁刀会暴动；有的又反对共产党，如常州红军

遭刀会的围攻。在苏南一些城市，帮会分子有时参加工人罢工斗争，

有时又被国民党右派所掌握，参与镇压工人运动，对革命运动造成很

大的危害，如南京、无锡等地的反革命事件。但由于大部分帮会成员

是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时，就必然对帮会问题

加以注意。帮会作为流氓无产者，其两面性、摇摆性、不确定性对新

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肃、陌生而又棘手的问题。中国共产

党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毫不犹豫地开始开展对帮会的

工作，教育、引导帮会参加革命，促使帮会的分化、转化，尽管中国共

产党在处理帮会问题时，还不成熟，再加上自身力量还不够强大，因

此常受到帮会势力的威胁，但为以后开展帮会工作积累了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是江苏帮会势力迅速膨胀时期。当日本侵略军

入侵江苏境内之时，各地帮会势力纷纷拉起武装队伍。一些有正义

感的帮会分子出于民族大义，坚决抗敌，汇合予人民抗日战争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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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但也有许多帮会武装名为抗El，实为割据一方，成为地方一霸。

无论是组织武装队伍，还是在地方上生存甚或称霸，都需要有一定的

社会势力作为后台和靠山，有否帮会势力在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在各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间，都利用帮会的形式。由于江苏原

为国民党统治中心，国民党和帮会在这里有着很深厚的基础，因此各

派国民党政治势力在这里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戴笠的军统特务组

织在苏南建立忠救军各个支队约上万人。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则在苏

北利用以帮会为基础的杂牌武装建立保安系统部队。还有熊剑东在

靠上海的太仓、常熟等地建立若干梯团，不久即投敌。此时呈现出帮

会武装化、武装帮会化的特点。在敌伪的拉拢下，不少地方组织安清

会，江苏成为中国安清会重点地区。江苏又是El伪重要的战略地区，

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日伪为强化在这里的统治，利用帮会作他

们的统治工具，一些日伪头目拜帮会头面人物为老头子。汪伪特工

头子李士群本身是帮会分子，他大肆发展特务势力，以图建立特务政

治，又在苏州建立伪江苏省政府，帮会势力一时与特务、政府、伪军相

结合，大批帮会分子投敌成为汉奸。他们卖国求荣，甘为走狗，为虎

作伥，不齿于人民。日伪不断地进行“清乡”、“扫荡”，不少帮会地方

武装投靠敌伪，新四军和抗日武装对日伪则坚决予以打击。而伪化

的地方武装遭新四军打击后，分散各地，以小股势力形式，继续横行

地方，与人民为敌。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驱使，加上一些帮

会武装以实力维护自己在地方上称霸的权势，因此他们顽固与新四

军√＼路军为敌，不断袭击、骚扰新四军部队。在苏南发生有江宁、溧

阳、高淳地区的刀会围攻新四军的横山事件和溧高刀会暴乱事件。

在苏北，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淮宝根据地时，韩德勤利用刀会发生多

起围攻新四军的事件。 ：． ．|

。

’

在抗日战争期间，江苏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路军很好

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抗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的中央

特科就派员深入各地，动员一批帮会武装和成员参加抗日斗争，江南

抗日义勇军东征时，不少地方帮会武装经中共的努力而参加“江抗”。

由中共地方组织建立的抗El武装，也吸收不少帮会力量参加。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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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领导陈毅更是出色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苏南，他

亲自做樊为琳、许维新这样一些具有帮会身份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

工作，动员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苏北，成功地做好以帮会武装

为基础的李明扬、李长江部的工作，从而为实施新四军北上，建立苏

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打下了基础，作出了贡献。1940年底，在中共

中央作出《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以后，江苏的党组织和

部队对帮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更是放得开，各地都有一些党组织的重

要负责人参加帮会，镇江、丹阳、武进等地尤为突出。在对敌斗争中，

共产党意识到无论是搞群众工作，还是搞情报工作、伪军的策反工作

以及建立交通运输线等都离不开做帮会工作。于是一些共产党员不

仅争取帮会分子，还亲自加入帮会，大量吸收社会各方面有势力的人

物，包括伪军、汪伪机关中的人物，使他们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使那些

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反对共产党，以减少对革

命的危害，这样做，最大范围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大大

有利于抗日斗争。共产党人在这民族矛盾为首要矛盾之时加入帮

会，目的是以帮会的旧形式，“装入新酒”，以此来团结、教育广大群

众，并进而改造帮会，使帮会力量为共产党所用。也正是一些共产党

员加入了帮会，因此可以利用这种身份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方

法，分化、瓦解敌人阵营，最有效地打击敌人。徐楚光、陈志等是突出

的范例。同时，对那些顽固投敌、与人民作对的帮会分子，中共武装

力量坚决予以打击。在苏北和苏南，中共还大量地做了对刀会的工

作。即使是对那些被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刀会，在迫不得已进行打

击的同时，仍积极做好对刀会群众的团结、教育、引导工作，使其觉悟

过来，与国民党顽固派、刀会反动头目分清界线。

江苏自清末以来，就有帮会与土匪相结合，称之为帮匪。在苏南

有青洪帮之枭匪，一部分为安徽巢湖帮南移之匪，一部分为太平军、

湘军士兵流落江湖所致。在苏北徐淮、盐阜一带则因生活困苦，又因

民风强悍，受北方刀会和帮匪的影响，产生以刀会为主的帮匪。南有

太湖之帮匪，北有洪泽湖之帮匪，还有沿江的江匪和沿海的海匪。而

窃帮水火帮与穷江行杀人抢劫，更是实为土匪帮。国民党政府曾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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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匪，收效甚微。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徐淮和盐阜

平原剿灭反共的土匪。在苏中沿海开展帮会工作，收编了诸多帮匪

武装，使之投入到抗日阵营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是江苏帮会开始衰微的时期。许多帮会头面人

物因在抗El战争中做过汉奸而倒台，可帮会基础仍在，一些有势力的

帮会仍试图发展。国民党军统曾试图组织帮会性的社团——新社会

建设事业协会，但蒋介石为防止其发展而造成各方面力量的不平衡

而加以禁止，使帮会更加失势。中国共产党出于斗争的特殊性需要，

或派员加入帮会组织，或以灰色面目出现，组织帮会形式的团体，进

行地下革命斗争，联络各种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迎接解

放。 ，_ ．

’江苏解放前后，一些帮会分子受国民党特务操纵，组织各种匪特

组织，进行破坏新生政权的活动。江苏解放后，在相继开展的剿匪肃

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些罪行昭著的帮会分子，或以反革命、汉奸

罪，或以杀人抢劫、地方恶霸罪而受到人民的审判，代表封建势力的

帮会随着国民党政府的灭亡而瓦解。在城市，建立工会等组织，团结

工人进行反封建把头的斗争，使工人真正翻身当家作主；在农村，进

行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摆脱了封建压迫和剥削，这些都荡涤

了帮会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广大工人、农民参加工会、农会等新型

社会组织，帮会已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各地公安部门曾于60年代初

打击在少数地方死灰复燃的窃帮穷江行以及刀会等，80年代后，又

严厉打击一些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以青红帮为主的帮会组织虽然在解放初就已被基本瓦解，但由

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帮会的长期存在，帮会、秘密结社及无业游民所带

来的游民思想意识、游民文化，如江湖义气、痞子腔、哥们情谊、帮派

意识、盲目而又无是非的观念、散漫习气等，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土壤，

长久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对现实社会仍起着腐蚀、瓦解作用。这些

都有待于随着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科学知识的传播，法

制的加强，进一步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文明程度而得到根本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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